
近日出差路过发小工

作的城市上海， 顺道看他，

见他租的房子不大，但有小

院，墙头上爬了一圈经过修

剪打理的扁豆藤。绿叶间开

着紫红色的小花，就像一只

只蝴蝶聚在一起， 很是迷

人。 我站在院墙下观看，发

小开心地说打此经过的人，

都叫它“沪上豆花”。

扁豆， 是豆科一年生

缠绕草本，它的别名很多，

又叫藊豆、 南扁豆、 藤豆

等，我们苏北人叫它扁豆。

扁豆生命力很强，清

明前后，把它种在院墙根、

树下，或者荒地上。 不用浇

水施肥，它照样发芽生长，

满地铺藤。 可以给它搭架，

也可以不搭架。 到了夏天，

扁豆开花了。 乡贤汪曾祺

在《食豆饮水斋闲笔》中写

道：“扁豆有紫花和白花的

两种，紫花的较多，白花的

少。 ”是的，白色的花结出

的是青豆荚， 紫色的花结

出的是紫扁豆。 记不清花

期过了多少天， 当扁豆铺

的地方落满薄薄一层失去

水分的扁豆花瓣后， 一个

个幼小的豆荚逐渐暴露在

扁豆叶间。 看着嫩小豆荚

由小变大，由红变紫，由瘪

皮变饱满， 人们心中好不

喜悦。

它的吃法很多， 无论

是炒、 焖、 煮都是柔滑爽

口。 扁豆荚与大椒相遇，红

烧即成美味。 先把锅烧热，

放入猪油，等油热后，把洗

净的扁豆倒进锅里爆炒，

再把切开的大椒倒进去翻

炒到熟，加盐，撒上一把葱

花，出锅盛盘即可。 看似极

简单的一道农家菜， 但吃

起来香辣爽口， 好吃又下

饭。 扁豆爱荤，如果与猪肉

或鸡鸭鹅肉相配， 烹出的

菜肴是百吃不厌。

扁豆不但好吃， 还能

入诗。 明代王伯稠《凉生豆

花》 写道：“豆花初放晚凉

凄，碧叶阴中络纬啼。 贪与

邻翁棚底话， 不知新月照

清溪。 ”

“闲庭秋一色，满架豆

花垂。 ”一阵风掠过墙头攀

爬一圈的扁豆藤， 绿叶中

一簇簇白花，一簇簇紫花，

散发出缕缕淡淡的清香。

我兴奋地举起手机， 咔嚓

一声， 拍下了这生动传神

的一幕，发到朋友圈。

沪上豆花

�陆金美

▲ 国画《童趣》

荩 国画《长乐》

西瓜一样甜蜜的暑假

想玩的都已玩过

该写的作业也已写完

这无拘无束的自由时光

知了声声地叫着夏天

我们在田野里奔跑

享受这汗流浃背的日子

我们，就是流动的风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从一个兴趣到另一个兴趣

我们捉蜻蜓，捉蚂蚱

我们在树荫下玩石子

在浅水的池塘边嬉水

在夜色里玩捉迷藏，玩累了

我们沉默下来，仰望浩瀚星空

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

美好的事物总是让人留恋

书桌上的笔记本

稚嫩的文字已悄悄记下

耳语一样不必人知的成长的秘密

哦，再见了，美好的

暑假。 每一次告别

都是为了新的相遇

我会带着这夏日的热情

迎接新的学期，新的挑战

告别暑假

�李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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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日。 我

想就从《人民日报》的四次号外

说起……

第一次号外的发表那是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成功。 那天是星期

五，我在放学的回家路上，我看

到了一张套红色的报纸，从报上

获悉彼时美帝和苏联封锁、排挤

我们。 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

我们硬是靠自力更生、 艰苦奋

斗，提高保家卫国能力。 原子弹

成功爆炸，向世界表明中国有能

力、有实力，最终打破了核垄断、

核威慑，成为继美苏英法后第五

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此时此刻

我意识到，这不仅让国人赢得更

多的话语权，今后可以挺直腰杆

做事。此举更为第三世界的人民

赢得了尊严。

第二次号外， 那是在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建交的联合

公报发表。 你是否还记得有一

张照片， 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尼

克松在 1972 年 2 月 21 日，走

下飞机舷梯时主动伸手的那一

刻，被相机历史定格。 美国意识

到封锁一个站起来的东方大国

是愚蠢无知的， 与中国建交才

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1978 年，

国门打开，改革开放，掀开了我

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新篇章。 中

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从此开启

了与该组织所有成员国的经贸

往来。 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了快

速发展的时代。

第三次号外的发表那是在

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 中国运

动员许海峰在 1984 年为中国赢

得第一枚奥运金牌， 中国在

2008 年举办了奥运会。 当北京

奥运圣火在国家体育场点燃的

那一刻，我们为祖国跻身于世界

体育强国之列而自豪和骄傲。

第四次号外的发表，那是在

2022年 6月 17日。 中国第三艘

航母舰福建号下水。从一个没有

工业实体的旧中国，到如今发展

成为中国完全能自主设计建造

的第一艘弹射型航空母舰。这是

一个国家强起来的标志。要强国

必须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我

明白了没有一个强大的人民军

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当今世

界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仅有 14

个，而拥有电磁弹射技术航母的

国家仅有中美两国。

从第一次号外的“翻身仗”

到第二次号外的“站起来”，再到

第三次号外的“富起来”直到第

四次号外的“强起来”，不正是祖

国 75年来蓬勃发展的历史缩影

吗？

从《人民日报》的四次号外看祖国发展进程

�吉卫平

我与共和国共成长

周在萍

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自幼喜爱绘画，对

艺术始终持有一颗敬畏的心。 她笔下的童子形神兼

备，天趣盎然，深得大家的喜爱并被喜好者收藏。

翻找笔袋时，

那抹鲜红又映入

我的眼帘，让我想

起了他当初给予我的那份鼓励。

进入初三一个月有余，我的

数学老师，生动的教学似乎成了

他的标志，在我的记忆里，他总

是充满活力。 初次见面，还是初

三的头一节课。正期待着新老师

的我忽然无意间瞥见一袭黑衣

从教室门进入了，我的脑海中顿

时浮现了一位翩翩公子的形象。

可第二眼定睛一看，却是位身材

略显丰满的中年男子，这可与刚

刚那位幻想的公子相差甚大，心

中不由得产生一种落差感。他的

声音响了起来，向我们介绍数学

这门学科，并告诫我们：“看我的

体型就知道了， 其实我并不勤

快。 能让我这么懒的人拿起粉

笔、写到黑板上的内容，一定要

记下来。”引得堂下一阵哄笑。我

心里想，这位老师有点不一样。

一次作业发下来，我翻开之

后看见作业上满满都是那鲜红

色的墨水，字迹密密麻麻地令人

震惊，好似错了十几道题。 但仔

细在作业中翻找了一圈后，我却

发现作业中只错了五道题。 那

线条活泼鲜艳，张扬又有了几分

秀丽的美感 ，如

同在翩翩起舞 。

凝神望去， 原来

那些红色线条全是圈圈画画的

标记，以及每道题辅助线的构成

及其原因。从他那愈发潦草的字

迹中， 我好像看到了他的关心。

他在那些错误的字旁都写清楚

了所需的方法，并将题目中的关

键字词进行了圈画。那满页的鲜

红似乎映出了他严肃的脸庞，灼

灼的双目中充斥着认真。

第二天，他将我叫到了走廊

上， 亲手将另一份作业交给了

我。 翻开之后，上面都是干干净

净的红钩，最吸引我的还是最后

那一颗五角星的图案。他拍了拍

我的肩膀， 告诉我继续加油，继

续保持。我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

了那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红

笔，亲手在我的作业本上写下了

“继续加油”这四个字。我怔怔地

看着那支红笔，似乎心间有什么

东西被震动了。我望着那一抹红

色，那是他给予我的鼓励，也是

我回给他的那份承诺。

回过神来，那张纸紧紧地攥

在了我的手中， 印在了我的心

中，让我感受到了温暖。 我忘不

了那鲜艳的红。

鲜红的守护

�徐汇中学 虞智皓


